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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灾难报道中的人文关怀意识贯穿于媒体对灾难的快速反应、记者深入现场采访

和进一步跟踪报道的始终。及时反应的同时把握事态全貌，理智采访的过程中尊重采访对象和

受众的感情，密切跟踪期间从多个角度设置公众需要关注的议题，这些诉求既有利于“以人为

本”的价值观的弘扬，也有助于媒体更好地发挥在社会发展中的建设性功能。 

2004年12月26日印尼苏门答腊岛附近海域大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使印尼、斯里兰卡、印度、

泰国、马尔代夫等东南亚和南亚国家损失惨重，适逢圣诞假期，罹难的国外游客数目随着DNA

鉴定工作的进行逐日攀升，截至2005年1月20日的统计数字，遇难者包括18个国家的公民。正

是因为此次海啸的突发性、负向性、冲突性、刺激性以及全球性的特征，许多媒体都对其投入

相当的精力，印度洋沿岸的灾难全景开始慢慢显现。 

不断刷新的死亡人数、痛失亲友而哭天抢地的图片、巨浪向惊恐人群奔袭而来的镜头一次次冲

击着人们的神经系统，使没有亲历灾难的人们感同身受。传媒以震撼的手法、悲惨的故事吸引

人们关注的同时，香港心理学家提醒市民：接收灾难讯息勿过量；而美国心理学家对受灾国家

幸存者的心理状态表示担忧，指出强烈惊吓和悲恸刺激将导致他们心理健康状况的恶化。 

媒体的责任在于提供给公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事实，重大灾难事件与生存和死亡密切相关，

人类求生的本能使这类话题具有先天的吸引力，追求新奇刺激的心理和同情心的驱使更使这类

报道受到广泛关注。与此同时，沟通渠道的通畅使媒体通过恐惧诉求吸引眼球成为可能，而媒

体的人文关怀意识，重要的一点是对人、对生命的尊重，在拥有报道真相的权力后，如何体现

“以人为本”的精神，提升传播品位，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进而更好地发挥媒体的社会功

能，这是媒体在灾难报道过程中需要面对的永恒课题。 

快速反应下的全局考量 

·发展报道蓬勃发展  

·“诗”话民生新闻  

·当代国外党报概况述评  

·民生新闻是非论  

·论平民化新闻的生命力  

·主流新闻要走出"软肋"  

·新时期虚假新闻新特征  

·社会问题报道辨析  

·深度报道深在哪里？  

·对分析性新闻的思考  

·新闻分层初探  

·谈典型报道  

·解析气象新闻二十年嬗变  

·审读性校对与观念转变  

·台湾报纸新闻标题刍议  

·报道的平衡与全面  

·论消息的含金量  

·发展报道：为全面建设…  

·隔行不隔理：用做广告…  

·“调侃新闻”颠覆新闻…  

·浅议“用事实说话”  

·新闻报道如何接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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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印度洋海啸发生在相对落后和贫穷的东南亚国家，潮汐监测和海啸预警体系的缺乏、印度

军方官僚作风的盛行、泰国政府为了不影响旅游业而隐瞒相关信息，种种漠视生命的做法导致

当地民众丧失宝贵的撤离时间。人类的悲剧始终是媒体报道的重要题材，全球化进程使“地球

村”景观日益凸显，风险共担、守望相助的世界公民意识既来自具有人文关怀意识的媒体的塑

造，也是人类文明进程的标尺。与受灾国政府的怠慢相比，媒体对海啸灾难的快速反应值得称

道：新加坡《海峡时报》刊登了第一篇完全通过电话传输的目击文章，而泰国、印尼和印度的

报纸则首先报道了灾区救援行动不足的事实。【1】然而，在对灾难事件做出及时反应的过程

中，对事态全貌的把握却更能体现媒体的终极关怀素养。 

新浪作为我国主要的新闻门户网站，于事发当日推出专题—“印度洋地震海啸造成重大伤

亡”，将这一灾难提到议程设置的显著位置。浏览网页可以发现，12月26日和27日，新浪网对

灾难的报道仅限于统计最新伤亡数字、摘编外电文章、制作简要的“现场实录”等隔靴搔痒的

工作，同时，追求新闻接近性的价值取向使我国公民受波及情况、旅游线路的变更、国内对地

震的反应等内容占据专题的大部分空间。采取的表现形式除了更新速度极快的超短信息，还有

以尸体、废墟、海啸袭击后的海滩鸟瞰图等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图片。但是，从人道关怀的角度

出发，对于地震的基本情况、受灾国家政府的反应、海啸成因等基本新闻事实语焉不详，灾难

新闻对公众的贴近性和切身性没有及时体现出来。采编资源的匮乏和宣传理念的束缚固然使新

浪网在新闻报道方面先天不足，但是如果将灾难事件放在更广阔的语境中讨论，就可以选择有

能力报道的角度，建立传媒与社会公众患难与共的情感联系，实现灾难新闻的认识功能、激励

功能、警戒功能等正面社会价值。倘若没有深入的报道，公众根本无法放心将来各种灾难发生

在自己身上时会有怎样的悲惨处境，传媒的失职势必深化社会的隔阂。【2】 

由于此次海啸伤害的既包括当地的穷人，也包括其它国家来这里旅游的富人，因此，西方媒体

同样倾注了大量精力。但是，由于报道重点主要局限于西方，这导致西方媒体表现乏力。至少

在富裕的西方世界，我们必须汲取的第一个教训是，即时信息可以轻易扭曲现实。【3】媒体

最初的报道重点是游客们的困境，随身携带的数码相机和移动电话提供了第一批即时图像，然

而，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位于苏门答腊岛北端的久经战乱的印尼亚齐省，由于政治原因和通讯

落后，该地区最晚被媒体关注。与此同时，死亡总人数从灾难发生的那刻起就主导多数媒体的

新闻头条，但是对于当地幸存者来说，家园和生计的彻底被毁是持久的威胁。强化理应引起公

众关注的议题，这是具有人文关怀意识的媒体帮助公众构筑社会“真实图景”的应有之义。 

深入现场后的理性采写 

灾难事件是有悖于社会发展的消极事实，是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冲突、失衡的变动，此次印

度洋地震和海啸的突然暴发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和瓦解性，成为媒体报道的重要题材。公众拥有

知情权，媒体也有报道真相的义务，但是面对灾难事件，媒体不应当不顾灾难亲历者的感受刨

根问底以获得“独家新闻”，更不应当通过肆无忌惮地抓拍残酷、血腥的场景以达到煽情效

果。拒绝散发恐怖、追求传播理智既是新闻采访的要求，也是对新闻从业者职业道德水平的检

验。 

在灾难事件的采访过程中，采访遇难当事人及家属是一个重要环节，由于灾难事件的巨大危害

性，把握采访对象的心理是采访前必要的准备工作，尊重他们的感情，保护他们的生理和心理

健康是媒体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的首要原则。具体到此次印度洋海啸报道，诸如海啸生还者自

述、现场目击、逃生经过等类似的再现灾难场景的新闻连篇累牍。中国新闻网的网页上，“海

啸”位于热门搜索之列，关于此次印度洋海啸的网页链接截至1月22日已接近1300篇，《马来

西亚一家庭五小孩同时遇难 村庄变伤心之地》、《走过灾难伤感莫名 访经历海啸灾难返港游

客》、《海啸中母亲面临艰难抉择：两个儿子只能救一个》等极具个人色彩的报道占据不小的

比例。无论被采访对象对待采访的态度怎样，记者都应明白：他们因为伤害或悲痛，仍然承受

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根据美国心理学者托马斯的研究，在导致心理压力的各种因素中，丈夫

（妻子）的死带给人的心理压力最大，设定为100分，那么亲人的死带给人的心理压力是63



分，知友的死是31分，而人能够承受的心理压力极限是300分，心理压力过大，可能导致精神

忧郁、崩溃、自杀以及交通事故、心脏病发作、过劳死等。【4】记者为了引起公众对灾难的

兴趣，习惯于寻找具体的人物作为报道的依托，将自然界的变化归咎于读者能够接受和理解的

因素，只关注表面的东西，而不深究自然本身、系统本身的某些非人性的复杂因素，这是敷衍

公众知情权的表现。 

记者不仅在采访过程中需要采取富于人情味的方式接触采访对象，而且在报道行文和图像拍摄

上应该顾及受众的感受。美国人质在伊拉克被砍头的录像被公布，有些人看后出现恶心、呕吐

等反应，可见血腥影像对受众生理和心理的影响。无远弗届的现代传媒在第一时间传送影像和

信息，源源不断的报道在传递真实的同时，也迭加并放大着灾难效应。浏览新浪网页关于海啸

的专题报道，海啸遇难人数以较大号字体置于网页顶端，旁边单列出“各国死亡人数最新报

告”，对死亡数字的实时关注不断挑战受众的心理承受能力，而诸如“海里的浮尸”、“印尼

尸横遍地”、“海啸中死去的婴孩”等过于直露的图片长时间悬挂于页面中心位置。印尼METR

电视台重复播放着HASYM用DV拍摄的海啸片断，人们表情惊恐，四散奔逃，洪水像泥浆一样滚

动着向前涌，房屋被吞噬，墙壁倒塌，一辆刚刚开到街中心的汽车还来不及转弯就被掀翻了，

镜头下方，两个印尼儿童满脸泪水，声音嘶哑地号叫。【5】媒体将普通百姓作为报道的主

角，需要避免因展示残酷景象而伤害受众的感情。  

追踪报道中的多维视角 

随着时间的推移，此次印度洋海啸的报道从最初的发布伤亡情况、记录幸存者逃生经历、追踪

紧急救援进程扩大到质疑预警机制的缺失、预防传染病和瘟疫、呼吁全球赈灾等与海啸相关的

更广阔范围，但是具有调查分析性质的深度报道比较欠缺。在新华网推出的“印度洋地震海啸

灾害”专题报道中，虽然有权威提示、减灾探索、救生常识、救援队热线等多个公众有必要了

解的公共议题，但涉及内容多是浮光掠影，局限于海啸本身的相关陈述，缺乏结合特定的时代

背景对灾难进行长线深入的力作，某种程度上导致我国公众“置身事外”的旁观态度。而英国

《金融时报》整合全球各地7名记者的力量对印度洋海啸灾难进行的全景报道引人关注，“救

援工作面临挑战”、“重建成本可以控制”、“和平机遇”等独特视角给予此次灾难多重解

读。【6】相反，如果局限于断章取义地引用数据，或者片面强调某个事实，类似的情绪化报

道将无助于问题的建设性解决，而弘扬人文关怀精神也只能是一句空谈。 

其实，关于此次海啸报道，切入点可以有很多。对于生者而言，灾难后的心理干预至关重要，

9.11事件发生后心理医生造访受难家庭，别斯兰人质事件后欧盟志愿者对亲历现场的孩子追加

精神照料与扶助，而此次海啸过后的相关善后工作理应在媒体的配合报道下迅速展开。同时，

公众得知灾难的消息后慷慨解囊，捐款人需要知道他们的钱都做了什么，还需要再做些什么，

如果人们能从不断的报道中获知相关进展情况，就可以确保救援的可持续性。但是，目前媒体

的报道集中在灾情上，而不是灾区重建家园这个真正富于挑战的阶段，媒体需要报道灾区的实

时情况和灾民如何改善生活状况以达到报道的平衡。另外，此次灾难的关键教训在于亚洲国家

应该发展起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的公共事务能力，包括对灾害的迅速反应能力，这种能力

其实决定于国家权力的权力意志、整合能力和价值追求。【7】因此，无论是受灾地区或者捐

助救援的国家和人民，应当从对灾难的即时反应转移到关于防灾、重建和发展的议题。媒体的

议程设置功能不仅可以强化某个话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而且作为一个过程，它既能影

响人们思考些什么问题，也能影响人们怎样思考。引导公众正视困境，思索全球一体化带来的

问题有赖于具有浓厚人文精神的媒体的涌现。 

为了远离灾难，我们走近灾难。尊重生命是人类的共性，灾难新闻大都记录人类的不幸，新闻

从业人员面对灾难时体现出的人文精神实际上也代表了社会对受难者的人性的态度，众多媒体

及时投入到此次印度洋地震海啸的报道中，展示了媒体关注民生、迅速反应的积极姿态。然

而，如何通过新闻传播挖掘灾难新闻反常变动的来龙去脉，开阔人们的视野，引导人们的思

考，增强社会责任感，这一命题应当贯穿具有人文关怀意识的报道的始终。《卫报》前任编辑

 



彼得•普雷斯顿更具远见地表达了他的进一步担忧：媒体大量报道这场海啸引起的广泛深远影

响，这将把公众的注意力从其它地区发生的战争、饥荒和疾病中转移开来。避免这种状况的出

现有待于媒体人文关怀素养的更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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